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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动画电影期待国产动画电影期待““合家欢合家欢””式的新模式式的新模式
□刘 藩 何 超

“合家欢”动画电影，是一个从电影实践中诞
生的术语，在学术上还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界
定。我们可尝试为其做一个界定：以包含两代人
以上成员的家庭为受众并积极营造家庭观影氛
围的，屏蔽色情、暴力、惊悚等限制级内容，适宜
于全家观看的全年龄向商业动画电影，可以称之
为“合家欢”动画电影。广受欢迎的影片如《狮子
王》《海底总动员》《勇敢传说》《疯狂原始人》《你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等都是较为成功的“合家欢”
动画片。

顾名思义，“合家欢”动画的叙事策略需要在
某种程度上凸显出故事的家庭性。此类动画在结
构方面大多遵循主流商业故事片的叙事模式，同
时于各叙事要素中贯彻“合家欢”的理念，角色设
置尤其如此。

描绘亲子和谐的完满图景
众多“合家欢”动画电影的主要角色关系原

型都可以追溯到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一般而言，“合家欢”动画中的主要角色
们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核心家庭成员，他们的纠葛
反映出现代人家庭生活状况的表里。通过化解角
色自身或角色之间的矛盾，核心家庭的理想形态
在“合家欢”动画中最终得以构建。

皮克斯的《超人总动员》堪称“合家欢”动画
电影的典范：该片角色设置精准地把握住了核心
家庭的特征——一对夫妻和一双子女，并且巧妙
地为各种可能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夫妻、姐
弟、父女、父子、母女、母子，该片广泛讨论了核心
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和性别差异，非常适合家庭观
看。除此之外，《超人总动员》和许多其他的动画
作品一样致力于外化和突出角色的品质，令每个
角色的超能力成为其性格特征的积极隐喻，进而
赋予影片更加鲜明的寓言和神话色彩。实际上，
每个角色外显的超能力都可以内化为理想状态
下该核心家庭成员的品质；角色们面临的最大挑
战实际上来自其品质的极端化和异化，其次才是
反派的威胁。《超人总动员》使我们相信惟有家庭
团结才能令其中每个成员的品质复位。对于家庭
观众而言，该片的角色设置在总体上无疑是成功
的：主要角色们站在各自的角度和立场上充分诠
释出了自身之于家庭的价值，全片贯穿了美国式
的中产阶级家庭观念，力图说服观众虔诚地相信
家庭对于每个成员的庇佑。

不同题材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在核心家庭关
系的探讨方面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着重于父
女或母女关系而非夫妻关系的探讨，如《怪物旅

社》和《勇敢传说》。此类影片经常会涉及传统心理
学议题——俄狄浦斯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但
它们一般会绕过两代异性的性心理呈现，把讲述
重点放置在叛逆期子女与家长的和解上。《怪物旅
社》里的吸血鬼女孩实际上很早就通过结识来自
人类世界的男孩走完了厄勒克特拉轨迹，该片围
绕女儿对保护欲过剩的父亲的不满展开，以双方
的相互谅解告终。《勇敢传说》可以说只是在《怪物
旅社》的基础上用母亲替代了父亲，两者都没有在
心理问题上作过多的深入。这样的处理可能简化
了性别、代际问题及角色的心路历程，但却净化了
角色关系，使其不脱离家庭神话的框架。以上提及
的两部作品在是非立场上对亲子中的任何一方都
无偏倚：一方面，如此的设置使观众对于家长的同
情有时更甚于子女，能够促使成人观众移情；另一
方面，双方对于对方的忏悔与歉意都渗透在故事
里，家庭的羁绊和向心力因此愈加彰显，亲子和谐
的完满图景由此得以描画。

家庭“神话”版图的扩张
在辅助性角色方面，外核心家庭成员的加入

以及准家庭关系和类家庭关系的建立则极大地
拓展了“合家欢”动画电影所描绘的家庭“神话”
版图。这些核心家庭之外的成员拓展了家庭的概
念，同时充当着影片情节的调味剂。其中，老人们
的形象尤其引人玩味。

相对于传统大家庭子女来说，核心家庭子女
在赡养老人的问题上会遇到更多的困难。除了更
重的经济负担之外，与老人的分居也使其关系比
较淡漠。在当今社会逐渐老龄化的背景下，养老
问题变得愈发突出。作为核心家庭新陈代谢之后
脱落的一环，老人像幼童一样需要照顾和关爱，
但却往往得不到充分的重视。不过，无论现实中
老人们的境况如何，“合家欢”动画电影最终总会
给予他们平静和温暖，以及最为宝贵的来自晚辈
家庭成员的拥戴。

梦工厂2013年出品的《疯狂原始人》便是一
例。由于讲述的是一个数代同居的原始家庭的历

险故事，因此必然要涉及到核心家庭之外的人
物，比如年迈却如顽童般的祖母。影片对祖母形
象的塑造十分有趣，她的身上集中了幼童的乖
僻、老人的偏执以及青年人的活力，老人时而糊
涂时而清醒，令人捉摸不透。无独有偶，《冰河时
代 4》中树懒的祖母也有着类似的特点。痴呆的
老人被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遭遇数次劫难的她
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创作者之于老人的祝福在作
品中尽数呈现。

还有一类角色以爱情或友谊为纽带，在“合
家欢”动画电影中与主角构成准家庭或类家庭的
关系。此类角色在影片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促
进主角成长与成熟的推手，而他们中的一部分最
终真正成为了主角的核心家庭成员。许多经典动

画电影都能够佐证这一点，比如家喻户晓的《狮
子王》《小马王》等等。《狮子王》的角色设置很典
型地包含了准家庭与类家庭关系：其中，辛巴与
母狮娜娜的爱情最终导致了家庭的构建，而丁满
和彭彭则在辛巴逃难的过程中充当其朋友与家
人。近期上映的《神偷奶爸2》再一次验证了没有
血缘关系的角色之间同样可以发展出感人至深
的家庭关系：三个孤女令独身的怪盗饱尝为人父
的酸甜苦辣，在职业生涯和家庭生活之间，怪盗
最终选择了后者……事实上，类似的故事已经在
如《怪物公司》《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等作品中
被无数次地转述。

总体而言，“合家欢”动画电影的角色设置以
家庭成员为原型，折射出创作者对于人类生活中

家庭的重要性的普遍共识以及对以家庭为单位
的集体生存方式的信仰。另一方面，“合家欢”动
画电影所涉及的角色范围又不限于狭义的家庭，
而是将友人、陌生人等角色一道聚拢在家的光环
之下。绝大部分观众都能在“合家欢”动画电影的
角色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自己与亲朋好
友的牵绊以及由此而来的亲密关系，收获现实中
缺乏的温情和感动，这也是此类动画片广受喜爱
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动画电影呼唤“合家欢”
“合家欢”动画电影的产生是动画片的市场

需求、观众偏好和动画艺术特性共同作用的结
果，它们能够同时兼顾到家庭中成人和儿童的欣
赏需求，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受众群，更强大的
艺术生命力和吸金能力。作为商品的“合家欢”动
画电影拓展了动画的受众群体，利于动画产业链
的深度衍生，是健康的电影产业生态中不可或缺
的优良品种。

从叙事层面来说，“合家欢”动画以核心家庭
成员为主要角色的蓝本，通过构筑起兼具逻辑性
和想象力的世界观吸引儿童和成人观众，同时潜
移默化地传达道德教义，完成了娱乐和教育的双
重使命，堪称主流商业动画的标杆。

近年来，我国颇有影响的动画电影，无论是
“喜羊羊”、“猪猪侠”、“赛尔号”系列，《兔侠传奇》
还是《魁拔（1、2）》，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对观众
的家庭属性和家庭观影需求作出适当的回应，在
与好莱坞合家欢动画电影的竞争中往往落于下
风。目前主导国产动画电影市场的依旧是低幼向
作品，这非常不利于国产动画片的市场回收和动
画片产业的长远发展。健康的电影生态需要多品
种的电影作品，在动画片的生态中，尤其需要可
以打遍全世界市场、文化折扣较小、主打家庭观
影需求的“合家欢”动画。面向未来，我国的动画
电影创作，尤其是在故事讲述和角色设置方面适
当加入家庭元素，相信可以借家庭神话之力为国
产动画电影注入新的生气。

■艺 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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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就说

前不久，《喜羊羊与灰太
狼》《熊出没》两部国产动画
代表作因“暴力失度、语言粗
俗”被点名。之后，央视动画
有限责任公司等十大动画制
作机构、中央电视台少儿频
道等十大动画播出机构联合
发出倡议，号召全行业承诺
不制作、播出暴力失度、语言
粗俗的动画片。笔者注意
到，一些评论者在批评动画
作品存在的此类问题时，往
往会提出“分级”的解决措
施，认为“如何界定动画片中
的暴力、粗俗，显然是个技术
活儿，内容是否涉暴、动粗自
然是标准之一，但这个标准
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前提，即
这些内容对于动画片的观看
者而言是否暴力、粗俗”。

这让笔者困惑不解，难
道粗俗和暴力可以是一个

“变量”、一张“变脸”、一头
“变色龙”吗？对孩子是粗
俗，是暴力，对青年或中老年
就不是粗俗和暴力反而成了

“粗犷”和“强力”了吗？难道
少儿观众不宜看粗俗、暴力，
成人观众就可以心安理得、
大张旗鼓地欣赏暴力和粗俗
吗？诚然，从心理承受能力
角度说，孩子们处于身心的
成型阶段，应该远离粗俗、暴
力的污染，但成人也在深受
粗俗、暴力的侵害，同样不应
该对这些倾向抱持欣赏的心
理。换言之，我们的动画创
作者应该少拿或不拿粗俗、
暴力来说事儿，将其作为动
画片的“佐料”。从文艺审美
的层面看，近些年来，我们的
视觉艺术作品的确存在着粗
俗、暴力的严重问题，即使一
些口碑较好的影视作品，也
难脱粗俗、暴力的场景，脏
话、吵架、血腥的场面不时出现在
情节当中，这些内容无疑不适合孩
子们观看，但它们也并非是成人观
众的审美期待。

还是以两部动画片为例。《喜
羊羊与灰太狼》中，灰太狼被平底
锅砸过9544次，被抓过1380次，喜
羊羊被煮过 839 次，被电过 1755
次。《熊出没》 曾在 10 分钟的时
间内，爆粗口21次，其中就包括

“见鬼”、“臭狗熊”、“去死”、“笨
蛋”等不雅用语。对此，有评论
者指出，它们只是“对于低幼儿
童而言过于暴力”。但在笔者看
来，它们对于成人观众，也同样

“过于暴力”。君不见，在许多家
庭生活剧中，诸如此类的爆粗口、
动粗、打架之类的镜头，不在少数，
有的甚至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难
怪有的年轻观众看了惊呼：婚姻太

可怕了，围城万万进不得。
也有一种声音认为，

暴力和粗俗的动画片，如
果排除了低幼儿童，对于
青年甚至白领，尤其是 25
岁左右的白领就可以无所
顾忌地播放，让他们“追
捧”。有的媒体甚至将在剧
中挨打受气的灰太狼称之
为“新时代好男人”的榜
样，而喜羊羊、懒羊羊、美
羊羊等也被对号入座变为

“优等生”、“普通人”、“校
花”等典型人物，成为白领
童年追忆的一部分。为了
讨好各年龄层的观众，此
类动画片还悄悄植入成人
的审美标准。持“挺羊”观
点的人认为，这样做的好
处是，把平时对国产动画
嗤之以鼻的青年人收编到
了收看队伍中。这种观点，
当然不无道理。在美国，6
岁以下儿童收看的动画片
有专门的“绿色标准”，涵
盖了语言、行为、色彩、音
乐、镜头运用等多项内容；
日本的动漫分级不但明确
划分了低幼、少年、青年、
成人等多个领域，对于不
同级别动画片的播出时
段、播出内容也有相应规
定；韩国的动画片则分为
全年龄、12 岁以上、15 岁
以上与 18 岁以上几个级
别。但《喜羊羊与灰太狼》
们身上混合低幼儿童的故
事情节和成年人的行事方
法，按哪种标准执行都不
合适。即使下大力气去修
改，恐怕也只是换汤不换
药。

笔者认为，解决《喜羊
羊与灰太狼》们问题的当
务之急，不应该是讨论如

何分级，而是必须对暴力和粗俗乃
至市侩哲学、不良价值观本身动大
手术，摈弃这些观念生存的土壤。
思想乃上，故事其下。如果我们的
动画乃至其他影视作品中，像往奶
粉里偷偷添加三聚氰胺之类物质
的商人一样，为了商业利润和收视
率，不顾播出的社会效益，那么，纵
使真的分了级，它们同样会让观众
蒙受毒害。何况，现在中国人的家
庭，几世同堂的不在少数，一家人
共用一台电视，爷孙同看，母子同
看，甚至祖孙三代同看的现象，比
比皆是。笔者认为：还是多在作品
本身上动动脑筋、下足功夫，努力
推出思想健康、艺术精湛、雅俗共
赏、老少咸宜的好作品方为正道。
分级有它实施的必要性，但切不可
忽视前提——莫要借机为暴力和
粗俗放行。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日前在吉林四平落幕。
在儿童文艺创作备受关注的背景下，作为电影节重要学术
活动的“儿童电影创作论坛”，紧紧围绕儿童电影选材与故
事处理、儿童电影的少儿形象塑造、童年经历与儿童电影
创作、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改编、儿童电影与儿童心理发
展、儿童电影与基础教育、想象力与儿童电影创作、儿童电
影审美观念流变、中外儿童电影比较研究等9个话题展开
了讨论。多位与会者把自己的议题聚焦在了儿童文学与儿
童电影改编上，认为儿童文学是一座题材富矿，每年，各出
版社都会把儿童文学图书的出版作为重头戏，因此，每年有
大量的儿童文学新作品问世，儿童作家积聚了大量的小粉
丝，在作家收入排行榜上，许多儿童作家名列前茅。电影人
要善于从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找素材，儿童文学中首先
有鲜活的人物，仅看人物的名字就很有吸引力，比如任溶
溶的《没头脑和不高兴》，比如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
其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其次是文学作品中具备了多彩有趣
的故事。很多作家都常年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参加孩子
们的各种活动，马小跳就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是杨红樱的
学生。在影视界，我们的主创还缺乏这样的体验，一些儿童
电影都像主创的电影，而不是孩子们的电影。尤其是来自
一线的编剧在论坛上深有感触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王兴东：以文学的乳汁滋养儿童电影
编剧和作家是原始创意者，是文学形象的母亲，是

一部影片的最高授权人。原创编剧和文学家如同生活里
的蚕，食桑吐丝，这个丝，源于生活之叶，转化成编剧思
考的质量和思想的成果，正如伟大的丝绸之路起源于蚕
一样，没有英国女作家罗琳笔下的《哈利·波特》形象，就
不可能创造了8部电影，赢得了近80亿美金票房，8部影
片分别由 5 位导演完成，哪一位导演都不敢狂妄地说

《哈利·波特》电影是导演的作品，文学原创决定了影片
的生命，源决定了流，文学的乳汁在滋养着电影。

中国儿童电影在当前竞争之势下怎么发展？用形象
比喻，儿童电影就是尼尔斯，他须骑着文学之鹅才能飞
翔，没有文学形象就没有电影的能量。对影视作品来说，
剧本是源头、是根本，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内涵等，
都首先来自剧本的创意设计，必须高度重视剧本创作，
为二度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儿童电影首先要有好看的故事、有趣的人物、生动
的形象，否则无法吸引孩子们。而创造一个儿童喜欢的
形象是十分艰辛的。首先，作家要怀有童心而杜绝任何
功名利禄之心，才能全心投入到儿童电影剧本的创作
中。其次，儿童电影区别于成年电影的是，要排斥暴力、
色情因素的限度，支撑儿童电影的核心是童趣，作家需
要有安徒生那般无比的真诚与高度的智慧，才能讲出美
妙有趣的儿童故事。

没有一批从事儿童电影剧本创作的专业剧作家，就
不可能有源源不绝的好故事、好形象。当前中国专门为
孩子们创作剧本的人越来越少了，少年儿童电影文学剧
本更少有关注，因此好剧本难寻。中国是拥有世界上最
多少年儿童的国家，但我们的影视缺少优秀的、走进孩
子们内心的艺术形象，这与国情相距甚远。

张之路：创作不能“旱地拔葱”
因为一直在关注儿童电影，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

虽然很多主创人员都是带着对儿童的关爱、对电影艺术
的热情来拍摄儿童电影，但是从呈现出来的艺术水准而
言，还有待提高。其中，最大的一个遗憾是，把儿童电影
看得太容易，没有充分重视这个领域已经有的经验和教
训。很多制作人既不了解之前有什么儿童电影，和同行、
观众之间也没有交流；另外，从优秀文学作品中借鉴的
意识比较薄弱，在我近日集中观看的30部儿童影片中，
只有《孩子那些事儿》是根据儿童小说改编的，这就放弃
了一个重要的艺术和思想资源。仿佛“旱地拔葱”一样，

很多人想当然地拍片子，前期的功课做得太少，和已有
的艺术经验脱节，也和现实生活脱节。选择什么样的题
材，什么样的拍摄更受欢迎，什么样的电影能够给电影
史留下一点痕迹，等等，这些方面的思考很少。一个电
影，从剧本创作到编导摄录美，大到思想意义，小到镜头
的运用，都没有借鉴、传承和交流，各自为战，没有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影响了我们拍出更优秀的作品，对中
国儿童电影的进步也是一个阻碍。更糟糕的是，相当一
部分制作人看重的是拍儿童电影所获得的国家资助，而
且成本低，如果能卖给电影频道，说不定还能有点盈利，
缺乏更高的艺术追求，出现了大量“鸡肋型”的电影。

左昡：儿童文学是儿童电影的活水之源
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受众的文学门类，它具备儿童

性与文学性，尊重儿童这一特殊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同时也遵循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是深受广大儿童读者
喜爱的艺术形式。在儿童电影“剧本荒”和“精品荒”的当
下，借助儿童文学雄厚的文本基础、市场基础和美学基
础，打破儿童电影与儿童文学界的隔膜，尝试和进一步重
视儿童文学的影视改编，不失为共谋多赢的活水之源。

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图书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
荣与影响力。如杨红樱作品畅销5000万册，沈石溪作品
畅销1000万册，曹文轩作品畅销近1000万册等，可观的
图书销量，大量的儿童粉丝，为儿童文学改编成儿童电
影提供了丰厚的市场基础。

原创儿童文学拥有适应儿童的美学特征，这些经过
儿童读者检验的故事情节曲折完整，人物性格鲜明，连
续性强，语言特色和心理特征符合儿童的审美需求，是
创作者积累多年经验为儿童贴身打造的文化产品，深受
儿童读者喜爱，值得重视。

论坛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中国电影艺术研究
中心共同承办。

由完美蓬瑞、华录百纳、完美世界影视出品
的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将于11月6日同时登陆
央视一套、湖南卫视黄金档，这也是央视与湖南
卫视首次“联手合作、同步播出”，并同步优酷、土
豆网独家首播。该剧由刘江执导，黄海波、高圆
圆、王彤、凯丽、大左等演员联袂主演，围绕着“恨
嫁女”和“恐婚男”讲述了一段温馨、感人的都市
爱情故事。11月1日晚，央视总编室携该剧导演
及主创齐聚北京蓝色港湾，举办了“11月来央视
咱们结婚吧”大型观众互动活动，为该剧的播出
预热。

《咱们结婚吧》讲述了30岁的“恨嫁女”杨桃
与 35 岁的“恐婚男”果然跌跌撞撞的爱情故事。
该剧以男女主演的感情为主线，聚焦青年婚恋，

触及恐婚、剩女、相亲等时下社会热点话题，展示
了现代人丰富而迥异的婚恋观。刘江表示：“现
在很多电视剧的‘火’，大都是炒作的原因，我希
望为观众拍一部真正好看的、老少皆宜的好戏。
大家每天都会想追着看，当然也更希望观众看完

《咱们结婚吧》后，更加相信爱、相信宽容，不管是
什么知识层次的观众，善意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永远是最有力的力量。”刘江执导的《媳妇的美好
时代》曾走俏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在国外掀起
了一阵“中国婚恋剧热潮”，对于此次《咱们结婚
吧》，刘江也同样充满期待，希望新剧也能够走出
国门，将中国当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状态展现给
全世界。

（晓 文）

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登陆央视，导演刘江表示——

为观众拍一部真正好看的戏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儿童电影创作论坛”聚焦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改编——

电影人要善于电影人要善于
从儿童文学作品中找素材从儿童文学作品中找素材

□本报记者 高小立

■关 注


